
32 琅 舛妓 2006年第5期 

花椰菜自交不亲和系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

许端祥，方淑桂，陈文辉 

(福建省福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350012) 

摘 要：为了解决花椰菜 自交不亲和系自身繁殖问题，以花椰菜 自交不亲和系160的腋芽为材料 

研究其组培快繁技术，结果表明：适合腋芽增殖的培养基是MS+2 mg／L 6一BA+0．1 mg／L NAA， 

增殖系数为7．01，组培苗继代 1次即不开花；适合其生根、壮苗的培养基是 MS培养基，平均每 

株生根数是 14．2条，平均根长6．74 cm。试管苗移栽成活率高达95％。组培苗经过试种，与大田 

实生母株相比性状一致，说明以腋芽组培快繁技术保存、扩繁花椰菜自交不亲和系是可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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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椰菜是一种重要的蔬菜作物，具有明显的杂 

种优势，是杂种优势利用最广的蔬菜之一。生产上 

花椰菜普遍采用人工授粉杂交制种，该法不仅费工 

费时，而且成本高。为降低制种成本，一般利用其 

杂种优势来获得优良的自交不亲和系或雄性不育 

系。但花椰菜自交不亲和系自身繁殖困难，要通过 

蕾期自交才能获得种子，且多代自交容易退化，严 

重影响了杂种优势的推广应用。组培快繁技术具有 

保持亲代特性且繁殖快、子代量多的特点。目前， 

关于花椰菜的组培技术的报道较多 。̈J，但一般是 

取材于花球、花托、花茎、小孢子、原生质体等， 

这些外植体形成的愈伤组织再生频率偏低。Hus． 

sey 认为，新芽属多细胞起源，遗传稳定性相对 

较大，因此以组培技术来快速繁殖植物，最好的途 

径是以腋芽为外植体进行增殖。为此，本试验通过 

以开花的花椰菜自交不亲和系 160为材料，取其腋 

芽进行花椰菜组培快繁技术研究，以期为花椰菜自 

交不亲和系的快速繁育和种性保持寻求新的有效途 

径。 

1 材料与方法 

1．1 试验材料 本所花椰菜课题组提供的花椰菜 

自交不亲系 160 (属 中晚熟类型)，于 7月中旬播 

种，8月中旬定植，11月上旬抽苔开花。 

1．2 试验方法 

1．2．1 腋芽外植体的获取 于花椰菜 自交不亲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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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160开花时，用锋利刀片在主茎处将腋芽切下， 

先置于 1％的洗衣粉溶液中浸泡片刻，再用流水冲 

洗 30 rain，转入 75％的乙醇溶液中振荡灭菌 30 S， 

无菌水荡洗 1次，然后转入 10％的次氯酸钠溶液中 

振荡灭菌20 rain，无菌水荡洗 3～5次，最后在无 

菌滤纸上吸去表面水分，并将腋芽切成 0．5 cm小 

块备用。 

1．2．2 腋芽增殖培养基的筛选和继代 腋芽增殖 

培养基设6种配方：A．MS+3 mg／L 6一BA+0．01 

mg／L NAA： B．MS +3 mg／L 6 一 BA +0．1 mg／L 

NAA；C．MS+2 mg／L 6 一 BA +0．01 mg／L NAA； 

D．MS+2 mg／L 6一BA +0．1 mg／L NAA： E．MS+3 

mg／L 6一BA；F．MS+2 mg／L 6一BA。各培养基均 

附加30 L蔗糖、7 L琼脂、pH5．8。 

将小腋芽分别接种于6种培养基中，每种培养 

基接25瓶，每瓶接4个腋芽，重复3次。然后放 

入 (25±2)℃、光照强度 3 000 lx，16 h／d光照的 

培养室中培养，20 d后分别统计增殖数量，进行 t 

测验分析，并将增殖的腋芽转入相应的增殖培养基 

中继代培养。 

1．2．3 试管苗的生根、壮苗培养 生根培养基设5 

种配方：H．MS；J．1／2MS；K．MS+0．1 mg／L IBA； 

L．B5+0．1 mg／L IBA；M．MS+20 mg／L B9。各培 

养基均附加30 L蔗糖、7 L琼脂、pH5．8。 

将增殖的试管苗转入5种生根培养基中培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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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种培养基接 10瓶，每瓶接 3株，重复 3次，于 

接种培养7 d后调查试管苗的生根率，14 d后再调 

查试管苗的生根率、株高、生根数及根长，并对结 

果进行 t测验分析。 

1．2．4 试管苗炼苗、移栽、定植 生根的试管苗 

长到2～3 cm高、有 5～6片叶子、根系发达时， 

进行炼苗。从瓶中小心取出试管苗，洗净根部附着 

的培养基，栽种于营养钵的基质 (蛭石、草炭、草 

木灰以1：1：1混合)中，用白色塑料膜罩住保湿 5 
～ 7 d，在温室中继续培养 15～20 d，然后移出室外 

炼苗7 d，选择晴天傍晚种植于大田 (注意防晒保 

湿 )。 

2 结果与分析 

2．1 腋芽增殖培养基的筛选和继代 试验发现，在 

A、B、c、D、E、F 6种培养基中，腋芽都有不同程度的 

增殖，且增殖的腋芽生长良好。从试验结果(表 1) 

看，培养基 D增殖系数最高，达到7．O1；其次培 

表 1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花椰菜腋芽增殖的影响 

注：各培养基接种芽数均为 lOO个。 

养基 B，增殖系数为6．97，与D差异并不显著，而 

培养基 A、c、E、F增殖系数与培养基 D、B的差 

异达到极显著水平，说明培养基 D最适合花椰菜腋 

芽增殖。试验还发现，腋芽培养物继代一次的再生 

植株，已经不会开花。 

2．2 试管苗的生根、壮苗培养 

脱分化后的试管苗转人生根培养基中，7 d后 

大部分试管苗均长出了新根 (表2)，其中培养基 K 

最好，生根率达 39．17％，与其他4种培养基的差 

异达到极显著水平；其次为培养基 L。生根培养 14 

d后，H、J、K、L、M 5种培养基的生根率都可以 

达到100％，彼此并无差别 (表2)。但从试管苗的 

株高来看，培养基L的最高，为7．69 cm；培养基 J 

的最低，为3．O0 cm，相差4．69 cm。5种培养基的 

株高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。试验发现，培养基M的 

生根率、平均根长与不添加任何激素的培养基 H、 

J的相比没有优势，而株高却比H、J的高，且差异 

达到极显著水平，说明植物生长延缓剂 B9对花椰 

菜试管苗生根 、壮苗不起作用。 

从试管苗生根情况来看，以培养基 K、L为好， 

同比生根快，根长长，生根数较多，但培养基 K、 

L的试管苗株高过高，都在7 cm以上，有点徒长， 

壮苗效果不是很好。而培养基 H 的试管苗株高 

4．49 cm较适宜，生根数 14．2条最高，根长仅次于 

培养基K、L。说明培养基 H是花椰菜试管苗适合 

生根壮苗的最适培养基。 

表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花椰菜试管苗生根、株高的影响 

注：株高、叶片数、根长均为培养 14 d后的结果。 

2．3 试管苗炼苗、移栽、定植 试验发现，在炼 

苗、移栽中，H、J、K、L、M 5种培养基的试管苗 

移栽成活率差别并不大 (主要跟移栽时的温度、湿 

度有关，管理得好成活率都可以达到95％以上)， 

矮壮的试管苗相对缓苗更快。经过试种的试管苗与 

大田实生母株相比，无论从植株性状，还是从育性 

表现来看都完全一致，说明组培再生苗能很好地保 

持原品种的特性 (表 3)，用其配制的杂种后代与 

以实生母株配制的基本上没有区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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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讨论 

试验结果表明，以腋芽为外植体进行花椰菜组 

织培养以保存、扩繁花椰菜自交不亲和系是可行 

的。研究结果表明，花椰菜自交不亲和系的腋芽培 

养物，在 MS+2 mg／L 6一BA+0．1 mg／L NAA的培 

养基上，增殖系数可以达到7．O1，一年只要增殖扩 

繁9代，一个腋芽理论上就可以扩繁约4 035万株。 

以 1 hm 种 1 700株苗计，可以满足 1 500 hm 的制 

种用苗需求，完全可以达到田间应用的要求，为花 

椰菜自交不亲和系的快速繁育和种性保持找到一条 

新的有效途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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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学会动态 ● 

福建省农学会首批认定全省农业系统 

75位退休农业科技工作者高级技术职称资格 

福建省农学会于8月26日至27日两天在福州 

市召开首次全省农业系统离退休农业科技工作者高 

级技术职称资格认定工作会议，经过两天紧张的工 

作，评审认定75位退休农业科技工作者具备高级 

技术职称资格。 

经福建省农学会系统的宣传发动，此次全省农 

业系统共有89位退休农业科技工作者向省农学会 

申报认定高级技术职称资格。其中，申报认定副高 

资格5O人、正高资格 39人。经以谢华安研究员为 

主任、郑金贵研究员和刘波研究员为副主任的福建 

省农学会高级技术职称资格认定委员会评审认定， 

并报以吴建华会长为组长的省农学会高级技术职称 

资格认定领导小组批准，确认张海眼等75位退休 

农业科技工作者具备高级技术职称资格。其中，研 

究员12人、教授级高级农艺师13人、教授级高级 

兽医师3人、教授级农经师2人；副研究员2人、 

高级农艺师30人、高级兽医师7人、高级畜牧师2 

人、高级农经师4人。这些同志的资格认定时间自 

2006年8月27日算起，但不与原工作单位工资、 

福利、待遇等挂钩。 

据统计，此次评审，确认副高职称 46人、正 

高职称29人。申报通过率为84．3％，其中正高通 

过率为74．4％、副高通过率为92％。 

(福建省农学会 卓创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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